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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哈利·波特》中的圣经意象
刘雪晴

摘要：《哈利·波特》这部以魔法故事为中心的儿童

题材系列小说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作者以

一颗童心，幻想出了一个善恶对立，充满奇幻色彩的童

话。欧洲文明的起源就是两希文化，其中希伯来文化

及基督教文化对西方现代作家的影响更为深邃。本文

正是试图从小说中的圣经原型和意象的巧妙运用分析

这套系列小说与《圣经》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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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对西方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没有圣经

先例及圣经文学元素，两方文学几乎不可能出现今天

的面貌。诺斯洛普·弗莱曾说过，它从古至今以一个整

体影响着两方的想象力，或现或隐地渗透到两方文学

的各个层面[1】。“基督教是世界上最富有文学性的一

种宗教，其中的道有一种特殊的圣洁性。最能体现这种

文学性的例证就是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圣经不仅

是记载希伯来人和基督教度信仰的文库，而且也是一

部文学结构卓然突出的鸿篇巨制。[。]”

圣经的影响如此巨大，翻开欧美文学的史册看看，

就会发现圣经的影子无所不在。圣经不仅本身具有极

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为后世的文学提供了内容、题材、

手法和文体类型方面的重要借鉴。圣经不但是一部宗

教教义，也是一部文学巨著。这样的一部著作对当代文

学和当代作者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风靡一时的畅

销小说《哈利·波特》自然不会例外。

《哈利·波特》自从第一部问世以来，上演的仿佛就

是一部神话，它的旋风刮遍了世界各地。哈利·波特迷

们包括几岁的孩子、几十岁的成年人乃至几十高龄的

老人。它重新激起了人们关于童年时的全部幻想。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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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罗琳创造了21世纪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让笔

下的一个骑着飞天扫帚，带着圆型眼镜，额头印着独特

标志的文弱少年哈利·波特成为了一个当今文学题材

中最有影响力的形象之一。其中展示的魔法世界以及

那个瘦瘦的脑门上有一道闪电标志的小男孩哈利·波

特在牢牢吸引读者眼球的同时，也唤醒了人们对《圣

经》故事的记忆。

引言

正如历史上知名的一切文学著作一样，这部反映

哈利·波特的成长成熟过程的系列小说是欧洲文明的

神话渊源的传承和发展。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的整体

进步，神话的内容也有了新的内容，神话的表现也有了

新的形式。但是原型批评家认为，最基本的文学原型是

神话，各种不同的文学只不过是神话的延续和演变。

追溯两方文化的根源，可以发现几乎全部的两方

文化包括西方文学的源头是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

而其中，希伯来文学的精神或者说希伯来——基督教

文化的影响更为深入与持久。

多年前，朱维之先生在《基督教与文学》中指出“欧

洲文学向以希伯来文学和希腊文学为渊源。希伯来文

学在欧洲文学国土中至少占有半壁江山。希腊文学以

荷马史诗和沙弗克尔的悲剧为主；希伯来文学则以圣

经为唯一的代表作品r3]。’’人文主义是时隐时现的，而基

督教却是延续小断的。我们不必去设想，如果没有基督

教，那么欧洲各民族的发展是个什么样子一一也就是
说，不必设想一个相等于事实上存在的基督教的传统

的幻想的人文主义传统[4]。

事实上，自从公元前后希伯来一犹太教文化与古

希腊一罗马文化结合而成为基督教文化之后，众多的

著作中都体现了这种文化的影响。例如中世纪的教会

文学就直接搬用《圣经》中的片断。同期的民族史诗也

受到相当的影响，比较知名的有《熙德之歌》、《罗兰之

歌》和中世纪的但丁的《神曲》等等采用了基督教的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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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原型。古老的神话中的许多原型代代相传，经久不

衰，影响波及甚远。浪漫宅义和现实主义文学乃至现代

主义文学都一直从中继续灵感。

《圣经》对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有的比较直白明

显，其情节或习语、典故被用来丰富表达，或者被用来

重述、改写以表达美学、哲学及政治思想。也有的比较

隐晦，仅仅向现代文学提供丰富的思想内容，如基督教

的基本教义是原罪与救赎。

一、故事情节中的基督教渊源

正如布莱克所说：“《旧约》和《新约》是伟大的代

码【s】，，。 《旧约》和《新约》中撒旦背叛上帝，与上帝争

夺统治权。撒旦屡战屡败，转而诱惑圣子耶稣，利用美

食、荣誉、学识权势等等进行诱惑，但终告无效。最后撒

旦甚至要进一步加害耶稣，但圣子耶稣最后获得了救

赎，被圣父即上帝接到了天堂。

在罗琳的《哈利·波特》中作者的主要故事情节也

是在魔法界的一场夺权战争，黑魔法师伏地魔为了获

得魔法界的绝对控制权，与正义人士展开了斗争。他网

罗了一大批追随者，但是在挑战正义的过程中遇到了

有良知的人士的反抗，其中就有哈利·波特的父母。他

们坚决不愿听从伏地魔，在斗争中为伏地魔所害。即使

如此，伏地魔还是遇到了他的最大的障碍——哈利·波

特(小哈利的身上被关注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即母

爱)，伏地魔暂告失败，只能另寻机会，指望能够东山再

起。在伏地魔的一次次进攻中，逐渐长大成人的哈利以

自己的聪明才智战胜了伏地魔侧面引诱和正面攻击。

这样的故事情节大同小异，采用了基督教的宇宙

观，即天堂与地狱、日与月、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二元

对立系统。撒旦是上帝的敌对者，人类的主要敌人和魔

鬼的领袖，是世间一切罪恶的根源。而《哈利·波特》中

的伏地魔是魔法界的正义人士之敌，他的反叛导致了

许多人受害，然而他最终也没能得逞。故事都采用了生

与死、善与恶、诱惑和反诱惑的对立的模式。作为西方

集体无意识的一个符号系统的《圣经》给罗琳提供了一

个完美的模仿对象，当然罗琳的创作本身也可能是一

个无意识的过程，毕竟《圣经》中的意象是人类整体的

文化财富，是能够通过世代流传下来的。正是由于这种

原型的共性，才引起了全世界对这部系列小说的广泛

的欣赏。

二、人物形象的渊源分析

(一)哈利·波特的形象分析

十一岁之前的哈利·波特完全是个“灰姑娘”，他从

一岁时就寄人篱下，住在姨妈家黑黑的橱柜里。姨妈一

家歧视他、虐待他，让他干杂活，又高又胖又蠢的表哥

达力还经常陷害他。然而后来奇迹发生了，他接到了猫

文学语言

头鹰信使的邀请而进入了霍格沃茨魔法学校，进入魔

法世界，发现了自己身上流传英雄血液，受已经逝世的

英雄父母的精神所激励，再加上一番刻苦的学习与磨

练，最后完成了向伟大的魔法师的转变。

哈利·波特的形象从《圣经》的渊源来分析兼具了

圣子耶稣和圣父上帝的双重身份。他刚来到这个世上

的时候，头上就有了一道闪电般形状的伤疤，这是对一

种原罪的暗示。这道伤疤关键时刻常常发痛，以此来提

醒他正处去艰难的状况的现实，让他能够更冷静地面

对未来，更努力地拼搏奋斗，以救赎他的原罪，拯救了

魔法界，迎来一个万象更新的充满光明的新的乐园，获

得新生。

(二)伏地魔的原型分析

《哈利·波特》中最大的反面人物伏地魔，是一个为

了取得魔法界的绝对控制权的大野心家，他就像魔鬼

撒旦背叛上帝一样垂涎魔法界的最高统治权，一再失

败，屡次妄图复兴。

伏地魔的原型某种程度而言，就是《圣经》中的撒

旦。伏地魔与哈利·波特的关系除了恶与善、邪恶与光

明、诱惑与反诱惑的基本关系之外，就像撒旦与上帝的

关系一样，二者有着同源的关系。撒旦原来也是天上的

天使，因不满上帝的统治而背叛上帝；而伏地魔与哈

利·波特也有种种割不断的神奇关联，二人同属蛇老

腔，哈利·波特的血液中也由于其父母与伏地魔的那场

生死之战而流有伏地魔的血液。二人在霍格沃兹魔法

学校中的表现也有着种种的相似之处。比如哈利·波特

可以跟蛇进行对话，在选魔杖的时候，哈利选择的魔杖

竟然跟伏地魔的魔杖用的是同一只凤凰福克斯的两根

尾羽。

伏地魔也象撒旦一样失败多次，每次都想卷土重

来，在阴谋中除了斗争，还诱惑了一大帮追随者，利用

他们展开邪恶的行动。这都是对基督教的意象的隐晦

的引用。

圣经中罪恶的象征莫过于引诱亚当和夏娃的那条

蛇了。它是撒旦为了复仇化身而来，且成功地引诱了人

类的始祖。自此，人类受到上帝的惩戒，被驱逐出伊甸

园，世代要为自身的原罪而受难以获得救赎。众多的文

学作品中都有着邪恶的蛇。在《哈利·波特》中，我们能

格外地感受到伏地魔与邪恶的蛇、撤旦的密切联系，这

三者是一体的。伏地魔属于蛇老腔。作为霍格沃茨魔法

学校斯莱特琳学院的继承人，几乎无数遍的和斯莱特

琳学院有关的象征物都是与蛇联系在一起。书中对伏

地魔眼睛的描述也是‘蛇一般的’，在他身边一直有一

条名为‘Nagini’的蛇，而且他复活重得人身也是与蛇

有关，而且模样似蛇。

(三)邓布利多校长的形象分析

应该说罗琳是比较隐晦地引用《圣经》故事的。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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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的弥赛亚的先知形象在这部系列小说中最适合

的人物就是霍格沃兹魔法学校的校长无所不知、无所

不能邓布利多先生了。他知道很多别人不清楚的事情，

但是却从不明白地以语言告知别人，就像一个先知一

样用隐晦的方法给予暗示关键时刻，他总能出现，给大

家带来希望和光明。

在哈利的苦难牛活中，邓布利多校长最清楚他的

身世及哈利与伏地魔的关联，甚至他还能预知哈利在

与伏地魔做斗争得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这场斗争的

最终结局。但是这一切都不可告知他人，正如上帝的旨

意，先知虽然能够感知，但是却不能明白告诉众人。

三、《哈利·波特》中细节的《圣经》原型分析：

(一)乐园原型

在《哈利·波特》中作者罗琳通过对哈利·波特的现

实社会生活环境的对比描写，塑造了一个理想的魔法

世界，在那里，一群小巫师可以欢乐地学习，施展各种

神奇魔法。他们突破了现实世界的种种束缚，在那个虚

构的魔法世界里自由驰骋。虽然在这个世界里，也有邪

恶的势力的存在，但是同黑暗势力的斗争过程正是一

种追求净化环境，重建魔法世界的过程。只有在不断斗

争中彻底消灭伏地魔在魔法世界的势力和影响，魔法

世界才能真正成为一个自由王国。这与其说是哈利对

正义、美好、良善的伊甸园式的自由王国的梦想的苦苦

追求，不如说是作者罗琳对宗教精神的一种期待。

基督教的宇宙观将世界分为四个层次，诺思洛普·

弗莱在昏D明眼亮，茅塞顿开》中指出，“这个登记森严

的世界固定为pnq个层次：最高层是天堂，即上帝所在的

地方；其次是伊甸园，原来供人类作为家园用的；再次

是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即神学中所谓的

‘堕落的世界’；最底层则是恶魔施虐的领域(吴持哲，

1997，235—236)。’?凡人降生在第三个层次上，他们追求

的目标就是在上帝的恩宠下，通过自己的努力，尽量使

自己能达到伊甸园这样的乐园。

《创世纪》中记载，上帝将亚当和夏娃安置在伊甸

园之中，吩咐他们小得吃智慧树上的果子，但是他们受

撒旦化的蛇的诱惑，偷吃了禁果，因而被逐出了伊甸

园。伊甸园后来就成了人类永远渴望回归的乐园。

(二)光明与黑暗、邪恶与善美的对比

基督教的宇宙观中，美善与邪恶是对内在统一的

两种属性，邪恶与黑暗相连，美善与光明共生。诺思洛

普·弗莱在昏心明眼亮，茅寨顿开》中将世界分为不同的

层次是为了能表达道德判断和惩戒的原则“向上总是

好的，向下总是坏的；遭罚者下地狱，复活者上天堂；神

话中，又总是将怪物置于地下，而使象征光明的优美幻

想出现在上空。’’这种基督教神学的观念对文学话语也

有这影响。“神话中构建出一个高于人世的天堂或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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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另一个在人世下面的地域或阴间，⋯⋯[6】，’。

在《哈利·波特》中，作者有意识也好，无意识也好，

在多处体现了这样的宗教观念的影响。比如伏地魔无法

拥有一个人的形体，只能附着在蛇怪的身上，一直在水

管里游来游去，却始终不敢轻易露面。哈利与他的几次

斗争不是在密室里，就是在地F室里，绝对不会在光明

的地方。伏地魔要么是附着在蛇身上，要么是附着在他

的随从的背后，从来不是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地出场的，

而作者也是用尽可能猥琐的语言来描绘他的。比如“那

张脸的颜色像粉笔一样死白，红通通的眼睛发出光来，

下面是两道象蛇一样细长的鼻孔。’’这种怪物难怪只能

出现在地下，而象征光明的事物往往会出现在上空，当

哈利和伏地魔上E在进行生死搏斗，且正处于劣势时，出

现在上空的是那带来希单的漂亮的凤凰福克斯。读者往

往还会注意到连家养小精灵也有区分，那亲近哈利的小

精灵往往是很轻快地出现在上方，而哈利的教父布莱克

家的家养小精灵就相形之下显得猥琐得多。

最明显的要数象征着圣子和圣父形象的哈利·波

特与象征着邪恶的撒旦的伏地魔之间的密切关系。哈

利作为格兰芬多的继承人，有着绿色的眸子；而伏地魔

作为斯莱特琳的继承人，有着红色的眸子。反过来，格

兰芬多的院徽主色调是红与黄，而斯莱特琳院徽的主

色调是绝对的绿色。本来这两个学院之间的关系在四

学院中就是最复杂的，再加上两位继承人眼睛颜色的

互相牵连，更加让人捉摸不透。在第五部中分院帽的唱

词也表明了一开始二者之间的友谊是非常坚固的，但

后来由于对招收学生产生意见分歧，斯莱特琳又对所

谓的‘血统纯正’出奇的固执，他们的友谊开始分裂。而

作者又制造了一些巧合，让他们两位最后的继承人在

某些方面有着出奇的相似，又通过瞳孔的颜色将两者

交叉的联系在一起。而圣经中上帝及背叛上帝的撒旦

之间的关系不也正如哈利和伏地魔一样，撒旦原来追

随着上帝，但随着他误入歧途，不知悔改，撒旦扮演着

一次一次挑衅上帝的反叛者的形象。

学者刘意青曾指出：“几乎所有的西方文学作品，

都渗透着基督教或《圣经》的影响，即使没有明显地取

用其内容和人物的名字，它们也渗透着基督教的善恶

观和为人处世的态度。m”

(三)宗教回归之信仰的呼唤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动荡时代，科技的进步，社

会的发展，反而使人们陷入了一种信仰危机。惨烈的战

争和丑恶的杀戮使人们一度丧失了信仰的热情，处处

流露出一种理性的迷茫，对上帝的怀疑和对人类的灰

心。人们在生存危机之时总是固执地等待这新的“救世

主”。事实上，由于西方基督教早已深入骨髓，它是西方

一切生活的基本方式，因此这种固执的等待实际上是

对基督教的回归，是对宗教信仰的再次呼唤。人们从未

万方数据



远离上帝。这事实上是人类信仰的成熟。

书中哈利的姨妈一家对于魔法世界噤若寒蝉，现

实世界中也有不少人虽然没有能力接触魔法，但却愿

意接受这一事实。赫敏的父母就是书中所谓的“麻瓜”

们，即无缘魔法的人。这些无论相信与否的麻瓜们与魔

法世界太遥远了，这种距离感是他们就算怎么努力也

无法消弭的。这就必然使他们对于美好的魔法世界的

存在与否的信任打上了一层阴影。作者在书中通过对

魔法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对比描绘，字里行间时时呼吁

人们尤其是那些“麻瓜们”要相信魔法世界的存在。这

种呼吁实实在在是对宗教信仰的一种呼唤，表现了西

方现代文学对基督教精神的思考和成熟。

结语

虽然很多人对《哈利·波特》的定位是一部儿童童

话，但是作为一部西方现代魔幻小说，它继承了希伯来

基督教精神的精髓。圣经故事和人物形象一再被借用，

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古老的文化精神的影

响下，罗琳给读者编织的新的童话，不仅带给小读者无

穷的乐趣，也唤起了成人对美善的向往，对宗教精神的

深思。因此要理解罗琳的这部小说，就必须从圣经文学

文学语言

的启迪之下，探寻罗琳的基督教思想根源；从她对圣经

原型和意象的巧妙运用中寻找作者所要揭示的善与美

的真谛；从她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象征主义写作手

法中品味基督教的仁爱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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